
最新矛盾冲突教案(通用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用来指导和记录课堂教学的重
要工具。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班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这些范文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科学、
艺术等领域的教学内容，涵盖了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通过
参考这些范文，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中班教案的编写要
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希望这些中班教案
范文对您的教育工作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可以
继续参考小编整理的教育资源。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儿教
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矛盾冲突教案篇一

1、同学们，在我们几年的学习中已经知道了很多的寓言故事，
能说几个故事的名字吗？

2、那你能说说这些寓言故事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3、今天我们就再学习一篇则新的寓言故事，指读课题：自相
矛盾。

二、提出要求、自读课文

1、打开课本，提出自学要求

a、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课文。

b、想想文章讲了一件什么事？

c、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2、检查自学效果



a、请同学读书，其他同学评价。

b、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c、提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

三、扣词、精读课文

“张口结舌”的教学

“夸口”的教学

通过张口结舌的教学引出两次夸口的内容？

a、他夸口之下说了什么话？

b、那你能读好夸口的语气吗？

c、引导学生用“随你……都……”说几句话。

d、这两句话一起说出来你会想些什么呢？

四、联系生活、揭示文章意思

1、同学们，现在你知道那个人为什么“张口结舌”了吧？
（指名回答）

2、在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事例吗？

五、读古文，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2、出示古文《自相矛盾》学生自读。

3、指名学生读，教师范读学生根据课文说说古文大概的意思。



六、小结

同学们，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长河中，还有很多像
《自相矛盾》一样流传了几千年的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利用
课外的时间去读一读，不光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也会使我
们在今后的人生的道路上走的一帆风顺！

七、作业（略）

八、板书设计：

自相矛盾

夸口

张口结舌

夸口

矛盾冲突教案篇二

(2)那你能质问他，当场拆穿他吗?

还可以怎么问他?你好厉害!一下就切中了他话中的要害。问
的真漂亮!

对啊!围观的人也是这样问的。读，“用你的矛来戳你的盾，
会怎样呢?”

(3)用你的矛来戳你的盾，同学们，猜猜会有怎样的结果?

你能用“如果……，就说明……。”的语句来说说吗?有没有
第3种情况发生啊?

(如果戳得穿说明了什么?戳不穿呢?如果盾被戳穿了，但矛也



因此而断了呢?)

(4)同学们，看来这楚国人说的两句话，前一句跟后一句，是
怎样的啊?(相互抵触、不一致。)像他这样自己说话前后抵触、
撞车，这叫什么啊?你们理解的很准确，看来大家已经读懂了
这个故事。

可是光这样批评他可不行啊，我们还得告诉他错在哪里?得帮
他总结一下教训。不然，他下次还会犯的。

(是啊!要实事求是，不然没人相信你的，到时就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了)

(6)说话如此，其实做事也是这个道理。那这则寓言提醒我们
以后做事、说话时应该注意点什么啊?请你在旁边写写你从中
明白的道理。谁来说说!

(7)对啊!我们以后说话、做事也要实事求是，讲究分寸，不
能故意夸大，言过其实，否则，也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
地。生读道理。板书：说话、做事要前后一致。

矛盾冲突教案篇三

1．学生情况分析：对于文言文学生虽不是第一次接触，但学
习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学生认知发展分析：我希望通过注释、字典及故事和表演
让学生理解故事的内容。

3．学生认知障碍点：因为文言文在生活及教学中都较少出现，
学生认知起来较为困难，如何让学生把课文读通、读懂、读
出其中的寓意是教学的重难点。



矛盾冲突教案篇四

1、那他为什么会没话说了呢?谁再来把课文读一读啊?注意：
当他在读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听一听，他在读这两句
话时，是用什么语气读的?(把那人叫卖的两句话变红)

2、有层次的指导学生用夸口的语气读一读这两句话，并体会
其中重点词句的含义。

(1)他是用怎样的语气来说的呢?那好，大家都用“夸口”的
语气读读这两句话。

生练习读这两句话。板书：夸口

a.我听出来了，他特别强调了他的盾很坚固，矛很锐利。谁
的读法跟他不同?

b.你强调的是什么?“随你”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他跟第一个同学体会的不一样，读的就不一样。谁
还能读出不同来?

c.你们听出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啊?“特别得好”这个意思，你
们从哪个词听出来的?“很”

d.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这么读?生：因为我要强调让大家来
买“我的”的矛和盾啊!

哦，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很好。

(2)刚才他读的时候啊，不光读出夸口的语气，还有一些表情
和动作呢?你们也来做一次卖东西的人，试着加上表情和动作
再读读。生加动作练习读书。



(3)(手指一个学生)我看你特投入，来，到前面表演表演。

呵呵!这楚国人，说话夸大其词，简直比黄婆卖瓜还厉害。

3、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会儿说说你
觉得故事中的这个楚国人是个怎样的人啊?(播放flash动画)

(自夸、耍小聪明、不动脑筋、愚蠢可笑、爱说大话)

4、这个人为什么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坏印象呢?请你快速默读
课文，找一找课文中最能表现这个人骄傲、愚蠢、可笑的句
子划下来。

指名学生读自己找到的句子，谈感受：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他
可笑、愚蠢。

矛盾冲突教案篇五

一、复习导入，回顾课文。

1.师：今日，我们继续学习一则文言文，齐读课题。

师：回顾课文内容。谁能说一说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预设：本文主要讲了一个楚国人，卖矛和盾，他夸矛又夸盾，
结果在别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时，他说
不出话来了。（2分钟）

【评价：你介绍的有条有理，甚是详细。】

预设：本文讲的是一个楚国人说话前后不一样，结果被人问
得哑口无言的故事。

【你总结得很简练】



师：同学们，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们在朗读古文时，需
要注意什么呢？

生1：要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师：此言不错。不如请你来读一读罢。

【字正腔圆，声音洪亮，当以掌声表扬。】

生2：还要注意停顿和节奏。

师：不错，你来读一读好吗？

【不疾不徐，停顿恰好，真是个朗读高手。】

师：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则文言文吧！

二、交流展示（课件出示）

1.

（1）方法指导

生1：借助注释

生2:借助插图

生3：使用工具书......

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读懂这则文言文。

（标红：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
陷也。”）

师：请你来读红色的句子。（2人）这句话是何意？



（生答）同意他的说法吗？

（标红“誉”“坚”“莫”字）

师：如何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的呢？

【誉是...坚是...】

师：能说一说你是怎么理解的吗？

【楚人是个商人，卖东西的一般都会夸自己的东西好，所以
我猜誉之曰的誉是夸的意思。】

【我知道坚原本就有坚固的意思，在这里是说一定指的是盾
很坚固。】

【莫能陷也就是不能刺破的意思，莫就是不能】

师：同学们能用多种方法来学习，真是了不起。

师：楚人在夸赞他的盾，应该怎样读他说的话呢？

（出示：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评价语：

【这位卖盾的老板，可否再大点声呢！】

【嗯，此盾甚是坚固。】

【此盾天下无敌。】

【这真是一面好盾。】

大家一起读。



【此盾坚固无比，天下第一，尔等真会鬻盾也。】

（2）演好这句话。

三、合作探究

话呢？

请大家拿出学习单。完成以下任务（出示要求），开始吧。

a.自主学习b.小组合作交流，展示。（两组）

【你的矛很锋利无比】

【你的矛无坚不摧】

【你的矛锐不可当】

【你的矛举世无双】

预设：不买，我怕他的矛不好，也怕他的盾不好。

师：你很不简单，一下子就听出来楚人话中的漏洞！围观的
人群里有人帮你把这句话问了出来，读――（出示：“以子
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明知故问会怎么问？假如这是一
位小姑娘，她会说：“叔叔.....”假如这是一位小伙子，他
会说：“兄弟....”假如这是一位老人，他会说：“小伙
子....”

3.其人弗能应也。

（2）师：为什么刚刚自信满满的楚人现在“弗能应也”呢？

预设：



生：他也觉得自己的话不合适。

生：他卖东西言过其实，过于夸大了。

生：如果刺得穿，说明矛锋利，盾不坚固；如果刺不穿，说
明矛不锋利，盾坚固。不论出现那种情况，他的东西都不好
卖了。

4.学习“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师：是啊，楚人说的这两样东西，怎么可那同时存在呢？大
家的观点和作者一样，读“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
可同世而立。”在这里“不可同时而立”的是什么？（板书：
坚不可摧，无坚不摧）。（7分钟）

四、拓展延伸

1.你有什么要告诫这个楚人的呢？

生：我们说话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能言过其实。

生：我们要三思而后行。

生：我们说话做事要前后一致，不能互相抵触。

师：同学们告诫楚人的话也正是这个寓言故事想要告诉我们
的。这篇文言文语言凝练，只用71个字就让我们知晓了一个
深刻的道理。

2.在生活中有没有像这样自相矛盾的事情呢？（5分钟）

看来，生活中自相矛盾的事情还真不少呢，我们更应该保持
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自
己的收获，把这个故事再来读一读吧。



五、检测反馈

你能用自己的方式来演一演这个故事吗？可以自己来讲，也
可以小组合作（3分钟）展示（2分钟）

六、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不仅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也看到了同学们
对这个故事精彩的演绎。同学们，古与今在这节课堂碰撞出
思维的火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这让我想到课本上
的一句话“思维的火花跨越时空，照亮昨天、今天、明
天。”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要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在说
话做事时，要前后一致三思而后行。最后送给大家一句
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矛盾冲突教案篇六

1．请一个人读故事，其他同学说说他是用什么语气来读那个
人叫卖的两句话的。

2．有层次的指导学生用夸口的语气读一读这两句话，并体会
其中重点词句的含义。

3．分角色读故事，然后说说自己对故事中的人物的看法。

4．默读课文，说说自己为什么这样看这个人。

矛盾冲突教案篇七

1．认认真真读故事，把故事读得正确、流利，遇到不理解的
词可以做个记号。读完后，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读
给你的同桌听。同桌裁判一定要认真听哦。



2．读后学习词语。

3．故事，故事，是以“事”为中心的，你能用一句话，说说
你喜欢的那个故事吗？

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只因太夸口，被人将了军。

可笑是南郭，鼓腮吹假音，蒙骗怕被抓，只好跑了人。

画家张僧繇，墙壁画龙身，逼真少神韵，点睛龙入云。

读完你发现了这些句子不但含有本课生字，还……

矛盾冲突教案篇八

坚不可摧

无坚不摧

《自相矛盾》学习单

一、我会字词

利：

无不：

二、我知道句子的意思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意思是：

三、我会读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四、我会演如果我是楚国人，我会这样夸赞我的矛：


